
附件 1： 

青海大学“农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 

实施方案(2022 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

校长和专家代表重要回信精神、两次视察青海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根据

“新农科”建设三部曲要求，立足青藏高原地域资源禀赋，

坚持“做优农学”的学科发展战略、强化本科教育教学的

中心地位，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不断满足国家和青海省社会发展对农科拔尖创新人才的迫

切需要。鉴此，农牧学院充分利用农科教学资源和农牧两

院科研优势，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懂农的新型人才，特开设

农牧学院“农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 

一、 培养目标 

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探索构建

“新农科”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两年基础课程强化教学，

提高升学率；强化协同创新教育理念，建立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课程体系，通过分段培养、动态选拔、科教结合，

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出众，

具有良好团队合作精神，不断追求卓越的农科拔尖创新人

才，使其成为相关行业、领域的精英后备人才。 

二、组织实施 

（一）培养形式 

实验班采用分阶段（“2+2”）或（“2+3”）、教学科研结

合、多元发展的形式进行培养。 



分阶段培养：前两年为基础教育阶段，后两（三）年

为专业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不分专业，主要学习通识

教育课程、学科大类（植物生产类、动物生产类）基础课

程，夯实理论基础，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拓

展综合素质；同时通过双向选择确定学生导师，于第二学

年开始逐步进入科研导师实验室参与科研。专业教育阶段

根据学生意愿实施专业分流，主要学习专业课程，强化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升科学素养。 

自第四学年开始学生除了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外，

可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自主决定学习方向，愿意参加免

试推荐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可在农创班内单独排序进行选拔

推荐，愿意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可自主决定学习内容，

做好备考准备；愿意出国深造的学生，可进一步强化英语

学习，自主或在学校的帮助下申请出国留学。 

（二）培养过程 

坚持“夯基础、拓能力、强实践、促创新、养个性”

的人才培养理念。理论教学方面：强化基础及专业基础教

学，设置创新能力培养模块专业选修课；强调改革教学方

法，实施自主性、研究性的参与式课堂教学模式；适当加

大理论教学的深度、提高对实验班学生的学习要求。实践

教学方面：系统设置“全程化” 实践教学方案，适当增加

实验学时，强化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实验班分阶段

培养过程的具体要求为： 

1.基础教育阶段：注重公共基础课、学科平台课及专

业基础课程理论知识的掌握，实验室基本实验技能的综合

训练及实验设计能力培养。 



（1）打通通识教育与学科平台课共同课程 

新生入学选拔组建的实验班，由于涉及多个专业，第

一学年需打通通识教育、学科平台课共同课程，以利于学

生专业教育阶段的专业分流。 

（2）专业基础课程按大类开展教学 

第二学年专业基础课按植物生产、动物生产两个大类

平行开设课程。学生按今后拟选择的专业在两个大类中选

择一类专业基础课程进行学习。待两年学习期满选择专业

前，须以自修、跟班补修的形式完成拟选专业前两年开设

的所有专业基础课程。 

2.专业教育阶段：注重专业核心实践技能的综合训练

及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培养。 

第三学年根据学生意愿实施专业分流后，学生按所选

专业进入相应专业班级进行专业课程学习，除了取得该专

业培养方案要求的最低毕业学分外，在导师安排与指导下，

积极参与导师科研，开展科研训练。 

（三）选拔方式 

每年面向我院全日制农科专业新生进行选拔。经过学

生自愿报名、系部推荐、学院按学生生源地不同择优遴选

35-40 名优秀本科生入实验班学习。 

（四）师资配备 

安排责任心强的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年轻教师担任班

主任，优先安排精品课程负责人、教学竞赛获奖者及教学

名师等为实验班学生授课。第二学年第一学期通过双向选

择确定农牧学院、农林科学院以及畜牧兽医科学院学术造

诣高、科研能力强的研究生导师担任实验班学生专业导师，



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专业学习和科研训练指导，原则上每

位导师确定指导学生的人数不应超过 3 名（包括 3 名）。 

（五）教学环节 

实验班的课程原则上采用单独小班授课，任课教师应

精心设计课堂教学过程，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等先进的

现代教育技术，利用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形式，采用

“启发式、探究式、研讨式”的参与式教学方法，倡导

“开放性、自主性、研究性”的“问题导向式”学习和创

新性自主学习，努力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课程、知识的

兴趣、好奇心、批判性思维以及钻研问题、解决问题的意

志力、洞察力，勤奋刻苦、求真务实的优良品质。鼓励部

分专业基础课逐步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实行双语授课，改

革考试方法，在课程考核中采用基于课程研究成果和项目

报告等形式代替传统的课程考核机制。 

（五）学生管理： 

1.学生归属。由农牧学院教学管理部及草业科学系共

同负责管理。 

2.实行班主任及导师双重管理制。实验班学生管理实

行班主任制与导师制相结合的管理制度。班主任侧重于班

级的日常事务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导师则侧重于对学生

学业的指导、科研能力的培养和学术思想的熏陶，兼顾思

想政治工作。 

（六）考核及要求 

1.基础教育阶段 

（1）考核：根据学生成绩和综合素质在实验班内进行

独立班级考核，作为评优评先、奖学金、助学金等的重要



依据，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淘汰：实验班学生基础教育阶段有下列情况之一

者，将被淘汰，所有淘汰学生回原专业班级继续学习（淘

汰学生必须自修完成原专业未修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

同时，在院内相近专业选拔具有一定创新精神、学习成绩

优秀的学生补充进入实验班。动态选拔只在第一学年进行

一次，通过学生自愿报名、教授委员会审核、学校审批的

方式选拔，自第二学年起不再实行动态选拔。 

①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者； 

②学年末有课程没有取得相应的学分者（即有不及格

课程）； 

③在培养期间，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理者。 

2.专业教育阶段 

（1）考核：实行专业班级综合考核，根据学生成绩和

综合素质进行考核，作为评优评先、奖学金、助学金等的

重要依据，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取消免推资格：实验班学生专业教育阶段有下列

情况之一者，取消优先推荐免试直推资格的机会。 

①所修课程有补考记录； 

②在校期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未通过者； 

③在校期间未参与导师的任何科研项目，也未主持申

报或参与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者； 

④在培养期间，发生违规、违纪、学术不端、学年考

核不合格等情况之一者； 

⑤未按导师要求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者。 

三、激励机制 



1.“农科拔尖创新实验班”学生在推荐免试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时按两年实验班、一年专业班（五年制为两年

专业班）学业成绩排名单独推荐，推荐名额为学院总名额

的 25%（具体入选条件遵照青海大学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2.“农科拔尖创新实验班”第一、第二学年按“农科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的培养方案进行基础教育阶段

学习。第三学年根据学院专业设置、学生意愿和学习成绩

等情况，由学生在农牧学院同年级现有本科专业中自主选

择，学院适度调配后进入各系进行专业教育阶段学习至第

四（五）学年本科毕业； 

3.学院给予该班学生较好的学习条件，同时配备优秀

的任课教师单班组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4.学院将统筹农牧学院、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科学

院优秀师资力量，为该班学生配备优秀导师，为早期开展

科研训练、实习实践等活动开辟通道，增强学生科研能力，

提高学术素养。 

 

 

 

 

 

 

 

 

 

 
 


